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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
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
的探索。
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
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
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
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
变化。
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
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
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
不可能这样做。
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
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
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
度奠定了基础。
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
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
得更加复杂。
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
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
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
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
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
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
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
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
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
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
史的研究。
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
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
地了解中国。
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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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　　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
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
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年）之后，代表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
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
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
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
的传统为代表。
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
个统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
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
官僚治理的方式来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治的目的。
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
后一个集团在1328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年在位，庙号武宗）的一
系。
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1328年被拥立为帝。
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年）的党羽所杀害。
王位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
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时为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
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他死后不久，他的13岁的哥哥妥懽贴睦尔于1333年即位。
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于大草原。
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古
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
他到1368年才结束的35年的统治大大超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1333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只有五年半的
时间。
这七位君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无休止的阴谋、政变和篡弑。
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
相反的，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
院这两个主要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
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在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
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在当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逸的怪物，
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其夸大的程度。
有几位当时的作者赞誉他。
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没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
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而已。
只要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就足以说明
一切了。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

编辑推荐

　　作者说：自1966年费正清（1907-1991）和本人开始为《剑桥中国史》拟订计划以来，已经过了30
年。
前面的总编辑序是在20年前写的，不久，第一批的几卷在1978年和1979年问世。
随着本卷的出版，现在有11卷印成。
我们在《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他还是她
，是华人还是西方人，不管他用何种文字写作，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是由信
息技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建立起来的。
在许多方式方法方面，在我们发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方面，在我们对过去事件社会背景的总的观念方
面，从过去寻求教训方面，我们仍持不同意见。
但我们都了解，不管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变化有多快，也不管我们对过去的解释会发生多大变化，过
去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永恒部分。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各种灾难源自一种被误导和徒劳的信念，即人可以完全被塑造一新，可以断绝他
们过去的文化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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